
A05财经2025年1月15日 星期三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程军锋 美编/皇鑫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提起“小
电驴”，大家都不陌生。数据显示，我国
全社会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 3.5 亿
辆。电动自行车与人们出行生活息息相
关，它的安全性事关每个家庭。记者13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新版《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已于近日发布，将于
2025年9月1日起实施。

和旧版标准相比，新标准在安全方
面要求更加严格，在方便使用等方面则
有所放宽。你的“小电驴”符合要求吗？
电动自行车怎样走好“安全路”？

新标准剑指火灾隐患和
交通风险

电动自行车是人们日常短途出行的
重要交通工具。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这个行业也暴露出一些违规改装等
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新标准在防火阻燃、防范非
法改装、提升安全性能、满足消费者日常
使用需求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与
2024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三项新修
订的强制性国标及修改单相互衔接，共
同组成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体
系，保障电动自行车产品本质安全水平。

降低火灾事故隐患和危害——新标
准强化非金属材料的防火阻燃性能要
求，明确电动自行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
不应超过整车质量的5.5%，以此减少火
灾事故发生，降低危害程度。

减少交通事故风险——新标准严格
限制电动机最高转速等关键参数，缩短
车辆制动距离，鼓励安装后视镜，提高车
辆行驶安全性。

防范非法改装——新标准完善防篡
改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增加互认协同
功能，落实“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从技术
上大幅提高非法改装门槛。

强化安全管理的同时，新标准从方
便出行等方面对一些指标适当放宽。

“比如，将铅蓄电池车型重量限值由
55千克放宽至63千克，满足消费者续航
里程需求；不再强制安装脚踏骑行装置
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说，新标准还
要求电动自行车具备北斗定位、通信与
动态安全监测功能，以及时应对车辆被

盗、温度过高或蓄电池电压过高等异常
情况。其中对于普通的非经营性电动自
行车，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保留北斗
定位模块。

过渡期内生产销售有什
么变化？

标准修订牵动着企业生产和市场变
化。新标准发布后，已经生产出来的电
动自行车库存如何消化？企业如何调整
生产线？

“新标准设置了8个月的生产过渡
期，让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生产线调
整。”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
负责人说，正式实施后还有3个月的销
售过渡期，便于消化符合旧标准的电动
自行车。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电动自行车企
业正按照标准要求加快调整生产，进行
技术、设备和产品升级。

雅迪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周超告诉
记者，企业在生产中执行标准高于行业
标准，新修订的标准对企业消化现有库
存不会带来较大影响，可以实现平稳过
渡。

“根据新标准，一些车型原有的设

计、产线要调整，增加北斗定位等会增加
投入，但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也会因此提
升。从长远看，有利于优胜劣汰。”绿源
集团董事长倪捷说。

“生产成本预计增加10%到15%，
也存在一定库存压力，我们将调整生产
计划，开展促销活动，积极开拓海外市
场，同时提前建立与北斗定位模块供应
商的合作关系，避免大规模采用时的供
货紧张。”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罗庆一说，新标准的实施将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企业也将借此加强研发
能力、试验能力、生产能力，为消费者提
供更安全、更环保的产品。

在北京一家台铃电动自行车销售门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多项电动自行车
相关的国标发布后，很多产品性能提升
了，一些产品因技术优化，销售价格有所
降低，同时在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店内
客流量提升不少，预计此次新国标发布
不会影响店里存货销售。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
负责人说，新标准虽然增加了阻燃性能、
北斗和通信模块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
取消了脚踏骑行装置的强制安装要求、
减少了塑料件的使用，根据实地调研及

企业反馈的结果看，终端市场价格会基
本保持平稳。

更安全产品加快进入居民生活
新标准发布后，有消费者担心，此前

购买的符合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还能不
能继续使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
业司有关负责人说，消费者已经购买的
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
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借助
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

记者注意到，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
明确电动自行车的建议使用年限，并在
铭牌、产品合格证上进行标注。

“这是为了防止老旧电动自行车因
电气线路、部件等严重老化引发火灾事
故。”何鹏林说，这个年限不是强制淘汰
车辆的标准，更多是对电动自行车安全
的提示，消费者可结合车辆日常使用频
率、使用环境等因素自行确定车辆更新
淘汰时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超过138万辆，带动新车销
售超过37亿元。其中，超过100万辆老
旧电动自行车更新为更安全的铅酸电池
动力车。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动自行车加
速淘汰，更加安全的产品加快进入居民
生活。

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还将
继续。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
长李刚说，将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电
动自行车等5个领域的实施细则，明确
具体补贴标准、操作流程，同时充分考虑
与2024年政策的衔接，确保平稳有序过
渡。

此外，随着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
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持续开展，生产销售、
停放充电、报废回收等各环节安全管理
日益加强。完善充电设施建设、严查非
法改装、加强牌照管理等举措，助力人们
骑上更合格、更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国
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行动开展半年
来，每百万辆电动自行车火灾由原来的
5.2起降至3.4起。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鼓励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推动老旧电
动自行车更新，同时强化电动自行车行
业管理，进一步提高产品本质安全水平，
推动电动自行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中国人
民银行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
示，2024年全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
加18.09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14.33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4年我国住户贷款增加2.72万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4.33万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10.08万
亿元。2024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
贷款余额255.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6%。

另外，2024年我国人民币存款
增加17.9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14.26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2024年12月末，
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313.53万亿
元，同比增长7.3%；狭义货币（M1）
余额67.1万亿元，同比下降1.4%。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
2024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
为32.26万亿元，比上年少3.32万亿
元。2024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08.34万亿元，同比增长8%。

2024年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8.09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新发现
10个亿吨级油田、19个千亿方级气
田，探获10个大型以上铀矿床、铀矿
资源量大幅增加——我国一系列重
大找矿成果14日集中发布。

自然资源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重要成果发布会宣布，我国发
现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
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
立方米。新发现10个亿吨级油田，
19个千亿方级气田。深层煤层气勘
探开发进入快车道，探明地质储量突
破5000亿立方米。三门峡盆地实现
油气调查新突破，对全国中小盆地油
气勘查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我国铀矿资源量大幅增加，夯实
了伊犁、鄂尔多斯等5个大型铀矿基
地的资源基础，探获10个大型铀矿
床；通过公益性地质调查和商业性矿
产勘查衔接，油铀兼探，在甘肃泾川
发现特大型铀矿。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
长熊自力说，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
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稳定供应和结
构调整事关国计民生和生态文明建

设。常规油气和铀矿勘查不断取得
新发现，深层煤层气、超深水天然气
等非常规油气实现重大突破，油气储
采比稳步上升，铀矿资源量大幅增
加，清洁能源自给能力显著提升。

同时，铜、铝、铁等大宗矿产找矿
取得重大突破，为制造强国奠定资源
基础。锂、锆铪、氦气、稀土等战略新
兴产业相关矿产取得重大突破，为战
略新兴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钨、钼、锑、萤石、石墨
等优势矿种资源量实现较大幅度增
长，资源优势进一步巩固。

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以来，我国坚持科技创新和装备建设
引领，加大组织实施力度，自然资源部
成立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办公
室，会同有关部委、地方党委政府及企
业协调联动，提高审批效率，释放制度
红利。2024年，全国提供战略性矿产
勘查区块超过1400个，创近十年来新
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投入，引领
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十四五”以来累
计投入找矿资金4000亿元，2023、
2024年连续两年超千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中国人
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14日介
绍，截至2024年末，证券、基金、保险
公司互换便利累计操作超过1000亿
元。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完善工
具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提升工具使
用的便利性。

邹澜是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上述情况的。

“资本市场既是信心的‘风向标’，
也是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与经
济发展密切相关。”邹澜表示，考虑到
现行监管规定不允许企业贷款购买股
票，相关证券机构也面临资金不足的
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支持资本
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以此提升
相关机构融资能力和投资能力。

作为中国首个支持资本市场的
货币政策工具，2024年10月正式创
设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
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

司以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份
股等资产为抵押，从中国人民银行换
入国债、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
产。

邹澜介绍，2024年9月以来，资
本市场信心显著增强，交易量和市场
指数均大幅攀升。相关企业和机构
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熟悉新工具，做好
各项准备。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
2024年末，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
换便利累计操作超过1000亿元，金
融机构已和超过700家上市公司或
主要股东签订了股票回购、增持贷款
合同，合同金额超过300亿元，2024
年全市场披露回购、增持计划上限接
近3000亿元。

邹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
前期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工具设计
和制度安排，不断提升工具使用的便
利性，相关企业和机构可根据需要随
时获得足够资金增加投资。

新国标发布

你的“小电驴”符合要求吗？

新华社上海1月14日电 上海市多
部门日前印发《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
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试
行）》，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
提出对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的监管
举措，首次设立体育健身行业预收资金
限额、限期、限次标准。

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
对同一消费者一次性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金额超过5000元、时长超过24个月的
会籍类预付款；金额超过20000元、次数
超过60次的课时类预付款；金额超过
5000元的储值类等预付款。经营者对

同一消费者收取各类预付凭证预付款总
计不得超过20000元。经营者与消费者
续约后，收取同一消费者的预收资金余
额，以及所对应的服务期限、次数不得超
过前款规定。

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处副
处长俞剑表示，推动“三限”规定落地，是
为了促使经营者合理设定预收资金规模，
加强经营风险控制，避免盲目扩张和过度
竞争，从“销售导向”回归“服务优先”。长
远来看，经过文件试行，“三限”标准还可
以根据行业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实施办法还要求通过经营公示和书

面告知，重点突出消费者易忽略、事后易
产生投诉纠纷的内容，向消费者提示预
付款风险。

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秘书长孙崇介
绍：“经营信息公示中，根据行业特点，强
调了公示经营场所的租赁期限，以免经营
者发行超出租赁期限的会籍卡，并公示收
费标准，推动行业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实
施办法细化列举了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内容，确保消费者知晓并认可。”

该办法还强调，经营者应当与消费
者订立书面合同，并与《上海市体育发展
条例》规定的书面告知要求相衔接，明确

订立载明书面告知内容的合同示范文
本，视为履行书面告知义务，进一步推广
合同示范文本的使用。

与此同时，实施办法规定，体育健身
行业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履行书面告知义
务，以及未按照规定设定预收金额和可
兑付的服务期限、次数的，按照《上海市
体育发展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查处。
经营者违反规定未进行信息对接、报送
相关信息，以及未按照规定采取预收资
金相关风险防范措施的，按照《上海市单
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规定查处。

限额 限期 限次

上海出台新规监管健身预付卡

我国集中发布
一系列重大找矿成果

2024年末互换便利
累计操作超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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